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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锥（zhén zhuí）：纳鞋底时扎针眼
儿用的锥子。

针扎儿（zhén zhár）：存针器。用布
缝制而成，内部充粉，把针插在里面，仅
露针鼻儿。

家什儿（jiá shenr）：工具。也说“家
伙事儿 jiá huo shǐr”。

洋茄子（yàng qiè zi）：气球。
月份牌儿（yuě fen pàir）：日历。
龙黄（lòng huang）：硫磺。
白矾（bài fàn）：明矾。
碱面儿（jiān miǎnr）：食用碱。
臭球（chǒu qiù）：樟脑球。
琉琉球儿（liū liū qiùr）：一种直径

约1厘米的玻璃球玩具。
改锥（gāi zhuí）：螺丝刀。
榔头（lāng tou）：锤子。
胡锨（hū xian）：铁锨。
烙铁（luó tiē）：熨斗。
筷筒子(kuǎi tōng zi)：筷笼子。
螺丝帽儿（luò sí mǎor）：螺母。也

说“螺丝 luò sí”。
石子儿（shì zir）：小石头。
夹布袋儿（jiá bù dair）：沙包。
坷垃（kē la）：土块。也说“土垃 tū

la”。
砟子（zhā zi）：无烟煤。也说“大砟

dǎ zhā”。
煤核儿（mèi hùr）：还能再烧的煤

渣。
炉渣灰（lù zhá huí）：煤渣。
煤球儿（mèi qiùr）：蜂窝煤。
臭油(chǒu yòu)：沥青。
洋灰（yàng huí）：水泥。
钩担（góu dan）：扁担。
擦桌布（cá zhuó bǔ）：抹布。
泥板（nǐ bān）：瓦匠用的抹子。也

说“泥抹子nǐ mó zi”。
把棍子（bā gùn zi）：小木棍。
气管子（qǐ guān zi）：打气筒。
滑机油（huà jí yòu）：润滑油。
马路牙子（mā lu yà zi）：马路边高

起的石岩儿。
响器（xiāng qi）：红白喜事上的锣

鼓班。
好么儿（hāo mèr）：好东西，有价值

的东西。
好好（hāo hao）：好东西。

摘自《聊城方言俗语》

新华社成都6月29日电（记者 童
芳 杨华）一面看似斑驳朴素的庙墙里，隐
藏着文物。6月28日，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公布，在位于文物区中轴线上的武侯祠诸
葛亮殿新发现8通清代碑刻，丰富、印证
了武侯祠的人文历史。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已有近1800年历
史。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副馆长马萍在当
天的新闻通气会上介绍，在今年2月的武
侯祠博物馆陈列提升工程中，诸葛亮殿北
面墙壁抹灰层剥落，露出碑刻的一角。经
专业机构墙体扫描和清理，共发现15块
碑石，根据空间位置和碑文内容，判断其

分属8通碑刻。
碑刻的年代最早为 1672 年（清康熙

十一年），距今350年；最晚为1821年（清
道光元年），距今201 年。全部碑刻前后
跨度约150年。其中5通碑刻在清道光年
间纂修的武侯祠历史专志《昭烈忠武陵庙
志》中有所记载，另3通碑刻未见记载，是
对武侯祠历史的重要补充。

碑文内容多样，包括当时的四川主政
官员题记、清代状元书《出师表》、武侯祠
祭祀活动记录、文人墨客访谒留书画等。

作为有“三国圣地”美誉的蜀汉英雄
纪念地，武侯祠凝结着“仁义礼智信”“温

良恭俭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品质。历
史上武侯祠经历过多次修缮，一些碑刻艺
术精品被前人出于保护的目的藏在墙体
中。

因所处正殿正位，武侯祠诸葛亮殿北
面墙壁素来为人所重。加上本次的新发
现，该墙体内共有 25 通碑刻，年代上至
1518年（明正德十三年），下到1930年（民
国十九年）。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保管研究部主任
安剑华告诉记者，新发现的碑刻在经过保
护之后，将全部展示给观众。

成都武侯祠新发现8通清代碑刻
此前被藏入墙体

方言

本报记者 孙克锋

“冠县有两个村庄，虽然分属不同乡
镇，但都是2000多年前一次战争留下的
印记，而且与同一个人有关。”7月2日，聊
城市地方史研究会副秘书长齐庆伟的一
段话引发了记者的好奇。

战国中期，位于中原地区的魏国逐
渐强大起来，不断向邻国出兵。公元前
354 年，魏将庞涓引兵攻赵，包围了赵都
邯郸。赵向齐求救，齐威王派田忌为将、

孙膑为军师，率军西进，矛头直指魏都大
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庞涓闻讯立即回
师自救，孙膑巧妙地在魏军南撤必经之
地桂陵（今河南省长垣市）设伏，魏军大
败，这就是著名的“围魏救赵”的故事。

故事还有下文，并且与冠县的两个
村名息息相关。

公元前341年，魏惠王又派庞涓联合
赵国引兵伐韩，包围韩都新郑（今属河南
省）。韩昭侯求救于齐。齐以田忌、田
婴、田盼为将，孙膑为军师，率军经曲阜、
亢父（今济宁市），由定陶进入魏境，矛头
直指与大梁近在咫尺的外黄（今河南省
民权县）。庞涓闻讯，忙弃韩而回。

魏惠王对齐国一再干预魏国事务深
感不满，决定起倾国之兵迎击齐军，仍以
庞涓为将，太子申为上将军。孙膑见魏

军来势凶猛，且敌众我寡，只可智取，不
可力敌，决定采用欲擒故纵之计，诱庞涓
上钩。

于是，孙膑命令军队由外黄向马陵
方向撤退。马陵位于鄄邑北30公里处，
沟深林密，道路曲折，适于设伏。孙膑命
令士兵第一天挖10万个做饭的灶坑，第
二天减为5万个，第三天减为3万个。

庞涓认为齐军已经撤退，便亲率精
锐之师日夜兼程追赶。天黑时赶到马
陵，命令士兵点火把照路。火光下，只见
一棵大树被剥去了一块树皮，上书“庞涓
死于此树之下”八个大字。

庞涓顿觉中计，刚要下令撤退，齐军
伏兵已是万箭齐发。魏军进退两难，阵
容大乱，自相践踏，死伤无数。庞涓自知
厄运难逃，大叫一声：“一着不慎，遂使竖

子成名！”拔剑自刎。
齐军乘胜追击，正遇太子申率军赶

到，齐军一阵冲杀，魏军兵败如山倒。齐
军生擒太子申，大获全胜，史称此战为

“马陵之战”。
齐庆伟说，后来太子申被杀于冠氏

邑（今冠县），身与首分葬两处。明初时，
大量移民从山西洪洞县迁此立村，位于
太子申尸墓旁的村得名“尸村”，位于首
墓旁的村得名“孤子头”。

因村民认为村名不吉利，后来分别
改为“史村”和“谷子头”，沿用至今。史
村属冠县斜店乡，现分为王史村、胡史
村、东张史村、西张史村。谷子头村属冠
县清泉街道，现分为东谷子头村、西谷子
头村、孟谷子头村和前谷子头村。

这俩村名是同一次战争的印记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特展在嘉兴展出
6月30日，观众在参观“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嘉兴特展。
近日，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嘉兴特展在浙江省嘉兴市文化艺术中心展出。“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是浙江大学和

浙江省文物局编纂的一套中国绘画图像文献集成，自2005年启动至今共收录海内外260余家文博机构的中国绘画藏品
12479件（套）。 据新华社 记者 江汉 摄


